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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“核安全与先进核能技术”重点专项

2019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

为落实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》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

术发展规划纲要（2006-2020年）》，以及国务院《能源发展战略

行动计划（2014-2020年）》《“十三五”国家科技创新规划》等提

出的任务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“核安全与先进核能技术”

重点专项，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，现发布 2019年度

项目申报指南。

本专项总体目标是：与已有核能项目相互衔接，瞄准国际

发展前沿，围绕核安全科学技术、先进创新核能技术两个方向，

开展核能内在规律与机理研究，突破“瓶颈”与关键技术，开

展前瞻性、创新性研究，从基础研究、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

到规模化验证全链条布局，解决制约自主化发展的核心技术瓶

颈问题，推动我国核能技术水平的持续提高和创新，促进向核

能强国的跨越。

本专项重点在核安全科学技术、先进创新核能技术 2个创新

链（技术方向），共部署 9个重点研究任务。专项实施周期为 5

年（2018—2022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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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全链条布局、分步实施、重点突出的原则，在 2019年拟

在 2个技术方向启动 5-10个项目，拟安排国拨经费总概算 1.59

亿元。基础研究类项目经费以中央财政经费为主，共性关键技术

类项目鼓励企业参与，达到规模化验证阶段的共性关键技术研究

经费以企业投入为主。

项目申报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（如 1.1）的研究方向进行。除

特殊说明外，拟支持项目数均为 1~2项。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须

涵盖该二级标题下指南所列的全部考核指标。基础研究类项目，

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4个，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6家；其

他类项目，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，参与单位总数不超

过 10家。项目设 1名项目负责人，项目中每个课题设 1名课题

负责人。

指南中“拟支持项目数为 1~2项”是指：在同一研究方向下，

当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分评价相近、技术路线明显不

同的情况时，可同时支持这 2个项目。2个项目将采取分两个阶

段支持的方式。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，

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。

1. 核安全科学技术

1.1 反应堆严重事故分析程序研发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

研究内容：在前期“严重事故下堆芯熔融物行为与现象”试

验研究基础上，研发压水堆严重事故一体化分析程序。程序至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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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包含冷却剂两相流动与传热、堆芯熔融与迁移、熔融物-冷却剂

相互作用、多维碎片床冷却与蒸干后传热、碎片再熔化与熔池形

成、非均匀熔池对流与换热、安全壳直接加热、裂变产物与气溶

胶输运、氢气燃烧等分析模型，并结合现有实验数据对主要模型

进行验证。

考核指标：计算结果与实验数据相比平均差异小于 20%，优

于国外同类程序。

实施年限：4年

经费配套：自筹经费总额与中央财政经费总额比例不低于1：1

1.2 严重事故下安全壳系统性能研究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

研究内容：研究严重事故下气溶胶迁移与热力学现象，如安

全壳内气溶胶去除及缝隙滞留研究等；研究安全壳失效机理，特

别是安全壳贯穿件等薄弱环节；开展安全壳内热力和结构试验与

数值分析，评价安全壳包容能力；研究严重事故下安全壳的释热

与减压新技术，研发新型高效过滤排放技术。

考核指标：建立气溶胶行为的实验数据库和机理模型；形成

一套安全壳结构的分析评价方法，给出安全壳失效概率曲线和结

构分析评价规范（建议稿）；在容尘量 1吨的条件下，过滤排放

气溶胶去除效率≥99.99%、元素碘去除效率≥99.9%、甲基碘去

除效率≥85%。

实施年限：4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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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费配套：自筹经费总额与中央财政经费总额比例不低于1：1

1.3 核电站实时风险监测评估与管理技术研究（共性关键技

术类）

研究内容：研究核电站核安全相关系统、关键设备实时在线

运、停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技术，开发核电站系统、设备状态监

测与可靠性数据采集、分析系统工程化软件；研究核电站全范围、

全工况实时更新风险模型与评估技术，开发包含实时风险建模、

风险监测、风险评估、管理优化等功能的一体化实时风险监测与

管理工程软件；研究核电站实时风险管理限值、风险指引管理的

技术标准，建立我国核电站风险管理的技术体系；研究建立示范

核电站全范围、全工况实时风险评估模型，开发示范核电站风险

监测与管理软件系统，完成规模化技术验证。

考核指标：实时在线监测核电站关键设备的运、停与故障状

态，准确率 99.9%；一体化实时风险监测与管理工程软件具有风

险建模、监测、评估与管理优化功能，事件不少于 5万个，风险

状态实时更新时间小于 1分钟，可用度大于 99.9%；提出核电站

各工况风险限值与管理规程；通过 1-2个典型核电站实际应用，

全面验证技术的可行性，实现在核电站的规模化技术验证。。

实施年限：4年

经费配套：自筹经费总额与中央财政经费总额比例不低于 1：1

1.4 在役核电站重要构筑物及设备材料老化退化行为规律和



— 5 —

预测模型研究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

研究内容：研究在役核电站重要构筑物及设备材料在多因素

耦合条件下的老化与退化行为规律，至少包括安全壳结构、堆坑

混凝土、反应堆压力容器堆芯段、堆内构件紧固螺栓、铸造奥氏

体不锈钢部件、蒸汽发生器传热管、镍基 600合金焊缝等一回路

重要设备（部件）材料；编制数据规范，开发或完善相关数据库；

结合核电工程数据，建立相关的寿命预测模型及分析程序。

考核指标：获得上述对象在多因素（≥3个）耦合条件下的

材料老化退化规律；寿命预测模型不少于 8个（至少有 3个模型

包含中子辐照效应），模型准确性 R2>80%（数据样本量 102以上）；

形成企业、团体或行业标准 3项以上。

实施年限：4年

经费配套：自筹经费总额与中央财政经费总额比例不低于 2：1

2. 先进创新核能技术

2.1 高温气冷堆超高温特性研究与实验验证研究（共性关键

技术类）

研究内容：开展第四代超高温气冷堆的反应堆物理和热工水

力特性，以及超高温运行的关键技术研究。至少包括超高温反应

堆物理和热工控制特性研究，氦净化及其再生系统、一回路绝缘

密封系统、蒸汽发生器换热材料等超高温运行性能分析，以及超

高温运行模拟仿真技术研究，并完成运行实验验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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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指标：堆芯出口设计温度达到 950℃，实验验证的堆芯

出口温度达到 850℃。

实施年限：4年

经费配套：自筹经费总额与中央财政经费总额比例不低于 1：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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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核安全与先进核能技术”重点专项 2019 年度

项目申报指南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。

1.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

（1）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。

（2）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，不得多头

申报和重复申报。

（3）项目申报书（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，下同）内容

与申报的指南方向相符。

（4）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。

2.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项目及下设课题负责人应为 1959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，

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。

（2）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、澳、台地区科学家

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，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

受聘单位提供全职受聘的有效材料，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受

聘单位和境外单位同时提供受聘的有效材料，并随纸质项目申报

书一并报送。

（3）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限申报 1个项目（课题）；国家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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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（973计划，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）、国家高

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（863计划）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、国家国际科

技合作专项、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、公益性行业科研

专项（以下简称改革前计划）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

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在研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负责人不得牵头申

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的在研项目负责人（不含任务或

课题负责人）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（4）特邀咨评委委员不能申报项目（课题）；参与重点专项

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，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

目（课题）。

（5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

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（6）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（包括行使科技计

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）不得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3.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和企业

等法人单位。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。

（2）注册时间在 2018年 5月 31日前。

（3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

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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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无

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：朱卫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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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核安全与先进核能技术”重点专项 2019 年度

项目申报指南编制专家名单

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

1 张志俭 哈尔滨工程大学 教授

2 欧阳晓平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 研究员

3 徐昌华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 高工

4 周跃民 中广核研究院 研究员级高工

5 舒 睿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员级高工

6 牛风雷 华北电力大学 教授

7 曲静原 清华大学 研究员

8 杨 堤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研究员

9 魏 龙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

10 郁 杰 中科院核能安全所 研究员

11 宋代勇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研究员

12 孙礼亚 中国核工业集团 研究员

13 史国宝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 研究员级高工

14 焦拥军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研究员级高工

15 杨 文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

16 薛 飞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研究员

17 白新文 中核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研究员级高工

18 吴宏春 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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